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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利科技发展前沿》第三章防洪减灾摘要 

程晓陶 

防洪减灾研究所 

    防洪减灾通常被认为是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的重要领域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。然而今天，防洪

减灾研究不仅需要运用众多学科的相关成果，而且需要采取学科交叉、综合的研究模式，加强防洪减灾

领域自身的学科建设，以解决防洪减灾的难点、热点及深层次问题，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 

    以往，人们虽然认识到了防洪减灾研究涉及多学科的特点，但是从事防洪减灾研究的专家们往往是

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，注重的是其所熟悉的学科在防洪减灾领域的应用与扩展。而今，我们需要从经

济、社会、环境、生态等更广泛的视野，从灾害学，防灾学与防灾技术三个层次探讨防洪减灾的新问

题。 

    灾害学：研究洪涝灾害时空分布与演变的规律，洪涝灾害孕育、发生、与人类社会交互作用的机理

及其可能诱发的灾害系列，洪涝灾害的分级标准及影响评价，洪涝灾害风险分析与区划的理论与方法，

洪涝灾害的信息管理学等。 

    防灾学：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减轻洪涝灾害的完整体系、管理模式、运作机制、治水

方略，因地制宜制定灾前、灾中、灾后防洪减灾适宜的对策措施，以及与防洪减灾相关的法规政策等。 

    防灾技术：研究实现除害兴利、增强人类理性调控洪水与增强自身适应能力的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

材料、新工艺及其适用条件等等。其中，洪水监测、预报、预警、调度、灾情评估，防洪工程体系的隐

患监测、安全评价、除险加固，以及风险分析、情景分析与决策支持等方面是高新技术运用、发展十分

活跃的领域。 

    在社会变革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，从“以人为本”、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，从流域生态系统修复

的角度，从协调区域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的角度，总而言之，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，

人们对防洪工程体系合理布局、科学调度运用的要求大为提高，同时对新的补偿风险、更为可靠的分担

风险的模式呼声高涨。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只有更为理性地规范人类自身调控洪水的行为，并且努力增强

自身适应及承受洪水风险的能力，才能赢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。 

    因此，要适应新形势，实现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的转变，建立健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防洪

减灾安全保障体系，为社会安定、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，防洪减灾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

术进步就必须走学科交叉融合之路，并且在自身学科建设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 

    本章针对我国新时期防洪减灾领域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分上述学科建设的三个层次，总结国内外防

洪减灾的科研成果，力求既把握国际社会加强水旱灾害管理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趋向，又突出我国

防洪减灾的国情特点，为进一步开展水利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打好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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